
一年一度的小

学毕业考试落下大

幕。今年，天津市改

革初中招生制度，

“小升初”全部免试

入学。然而，一项要

把小学生从“小升

初” 战争中解脱出

来的新政， 许多家

长却不买账： 缺少

了可以量化的考试

“硬杠杠”， 推优标

准如何保证科学公

正？ 一些家长甚至

表示，因为不配套，

这样的改革实际变

成了“不考学生考

家长”。

“小升初”免试

不考学生考家长？

天津鞍山道小学
14

日遭遇一起“ 突发事件”，

一位愤愤不平的家长把写
着“ 黑心学校”的横幅挂在
了学校大门上。 这位家长
说：“ 太不公平了， 小孩子
为什么要分成三六九等 ？

一个班推荐了
15

名学生
上重点中学， 别的孩子还
怎么办？ ”

这位家长的愤怒缘于
今年天津市教委下发的初
中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按
照该意见， 优质初中资源
按比例分配给各小学 ，后
者依据 《 天津市小学生素

质评价手册》 ，采取多元评
价方式， 向招生学校等额
推荐小学毕业生。

于是， 免试推荐成了
角逐的新战场。 一些学生
家长直言不讳：“ 这个战场
家长是考生， 考的是我们
的权力、关系和财力。 ”

当选市级三好生或连
续两年获得区级 “ 三好
生”，将是进入一类学校的
首要推荐条件。“ 三好生”

称号由于和升学挂钩 ，分
量骤然增大， 很多家长为
此挖空心思争取孩子当
选。 在鞍山道小学围观的

一位家长说：“ 现在五 、六
年级评三好生特别重要 ，

没关系没戏， 除非你花钱
买通学校和老师。 ”

在高校工作的罗女士
告诉记者， 学期末这段时
间， 女儿经常会充满遗憾
地问她：“ 妈妈， 你为什么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呢？ ”

罗女士说， 那天女儿班里
选“ 三好生”前，老师在黑
板上写了几个同学的名
字，称他们品学兼优，之后
又重点推荐其中两人 ，一
个是本校老师的孩子 ，另
一孩子的妈妈和班主任

“ 关系密切”。结果老师“ 如
愿以偿”，重点推荐的两人
更是被评为区级 “ 三好
生”。 一些家长还表示，有
的学校根本不敢公开市级

“ 三好生”名单。

面对这些情况 ， 一位
“ 热门”初中的教务主任坦
言：“ 有时我们更愿意接收
考试进来的学生，一些‘ 三
好生’ 的发展并不令人满
意。 ”他认为，异化的“ 三好
生”评选，已经演变成童真
世界的一个污染源， 不断
向孩子的心灵释放有害信
息。

“新华视点”记者 张建新 高原

这些天， 张海涛先生
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女儿
品学兼优，也是学校的“ 三
好生”，但学校推荐名单公
布后， 他女儿只能被保送
上“ 二类学校”。一打听，原
来孩子的特长证明和比赛
获奖证书不如别人多。

不少家长反映，开家长
会时， 学校明确说保送条
件就是看平时成绩、 综合
素质评价和特长。 从实际

情况看， 综合素质评价往
往随意性很大；至于特长，

则更是乱象丛生。 一位家
长说， 他的邻居为了显示
孩子“ 综合素质高”“ 有特
长”，竟然千方百计让孩子
搞到

90

多个证书。

卢先生和妻子都是普
通工人。他告诉记者，女儿
经常从学校拿回各种比赛
通知，但都需要花钱，因家
里不宽裕就没有参赛。

卢先生曾算过一笔
账，

3

年时间里，女儿的一
位同学学奥数花了几千
元，学钢琴花费几万元，学
英语花了三千多元， 上各
种教辅班又花掉近万元 。

加上参加各种比赛， 参赛
费和培训费又是上万元 。

听说有的家长花钱买证
书，花费更是说不清。“ 这
些钱是我们全家好几年的
收入。 以这样的入学标准

看， 好学校的大门对我们
的孩子永远是关闭的。 ”

“‘ 小升初’免试入学，

打破应试教育的枷锁 ，让
小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
乐， 本是义务教育改革的
宗旨；然而，有的学校又把
各种证书作为选拔的新门
槛， 这是将学生的战场由
校内扩展到校外。 ”天津师
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福
君说。

根据义务教育法 ，在
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实行

“ 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

不允许通过考试来选拔和
淘汰学生。 天津市初中招
生制度顺应义务教育法的
要求， 今年加大了免试入
学的改革力度， 同时把优
质高中初中部招生指标定
向分配给每所小学。 最终
实现小学生免试进入初
中。

天津市教委中学处处
长黄炎说， 这一做法缓解
了小学毕业生激烈的升学

竞争， 减轻了小学生过重
的课业负担； 同时有利于
从均衡生源入手， 拉动义
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发展。

“ 目前的做法并没有做
到均衡， 只不过是把考试

‘ 客观评价’变成了‘ 主观
评价’，而且是以损害公平
诚信作为代价 ， 无钱 、无
职、 无权的孩子大多靠边
站。 ”一些家长认为，这样
的改革涉及数以万计的家
庭， 为什么事先不听听家
长的意见呢？

对“ 小升初”推优入学

的现行做法， 北京理工大
学杨东平教授评论说 ，这
种不以学习成绩为唯一依
据的评价理念无可厚非 ，

但由于脱离了可以量化的
“ 硬杠杠”， 人们难免担心
人情的介入， 担心会存在
这样那样的“ 潜规则”。

一些专家甚至建议取
消小学“ 三好生”的评选 。

李福君教授说， 评“ 三好
生” 人为地把孩子分成优
等生和差等生， 这对他们
的成长非常不利。她认为，

现行评选“ 三好生” 的制

度， 已被扭曲为获得优质
基础教育资源的一种手
段， 具备了资源分配的特
殊作用， 因而引发了各种
力量的博弈， 这是不正常
的。

面对质疑， 天津市教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
建立诚信机制和监督机
制， 保证升学的公平与公
正。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还要真正实现教育均
衡， 让每个小学生都能享
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据新华社 7 月 19 日电）

不配套的改革：“善政”结出“恶之花”？

变味的“素质评价”：为进好学校，一个孩子竟然拿出 90 个证书

扭曲的“三好生”评选：家长角逐的新战场

天量货币透视

央行
15

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 ，

６

月份主要反
映住房按揭贷款的居民
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长
1800

多亿元 ， 而去年
11

月份这一数据曾一度萎
缩至

40

多亿元。

飙升的不光个人住
房按揭贷款这一项数据，

新增信贷、 外汇储备、货
币供应等一系列数据无
不在二季度出现大幅上
涨态势 ，专家认为 ，这些
数据侧面印证了中国经
济正在企稳回升。

“ 从央行披露的数据
看 ，

６

月末我国外汇储
备达到

2.13

万亿美元的
历史新高。在上半年贸易
顺差增幅较少的背景下，

表明国内市场对外资的
吸引力明显增强。 ”亚洲
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庄健
说。

二季度我国股市和

楼市所呈现出的迥异景
象，正在吸纳海外资金源
源不断地进入，并推动我
国外汇储备数字在二季
度末一举突破了两万亿
美元。“ 其他国家的经济
仍处衰退阴影中，而中国
经济有望在二季度实现
7.5％

以上的增长，这吸引
了众多投资者来中国投
资。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副主任吕随启说。

不过专家指出，微观
层面企业经营状况并未
如数据那般乐观，由于需
求不足，相当多企业存款
依然在银行内部空转 。

“ 存款增长超过贷款增
长 ， 这显示货币过于充
裕，如果实体经济无法吸
纳如此多的货币，将推高
资产价格，而资产泡沫的
累积在未来可能成为压
制经济增长的力量。 ”刘
煜辉指出。

“新华视点”记者 任芳 王宇 姚均芳

日前，银监会出台规
定 ， 对二套房贷政策收
紧，禁止银行理财产品投
入股市。 更有专家建议，

取消首套房贷
７

折利率
优惠。下一步货币政策走
向，关系着我国经济的走
向， 也牵动着众多股市、

楼市投资者的神经。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最近的经济形势座谈
会上表示，必须坚定不移
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增强宏观政
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

“ 如果收紧信贷，可
能断送经济趋好态势；如

果持续高投放，又会给远
期通胀埋下伏笔。这就需
要把握好政策的前瞻性，

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适
度微调。 ”中国国际经济
研究会副会长张其佐说。

分析人士预测，下半
年货币政策将从“ 量”的
增加转为“ 质”的关注，同
时更加关注信贷风险 。

“ 三农”、中小企业有望得
到更多的贷款支持。在房
贷领域，政策调整会比较
复杂，一方面房价不能过
高，否则会招致民众怨言
影响稳定；另一方面房市
不能低迷，经济企稳回升
需要房地产业的拉动。

（据新华社 7 月 15 日电）

下半年：货币政策会否“动态微调”

金融数据出台后，国
内股市强劲上扬 ， 到

15

日收盘时上证指数已达
到

3188

点的年内新高 ，

比年初上涨近
70％

。 同
一时间，位于北京万寿路
南口的金鼎同和购物广
场在两次推迟开业后，招
商率依然不满

50％

，上
午宣布放弃开业。

这一热一冷显示，充
裕的货币供应推高了资
产价格，但要推高商品价
格尚需时日，因为终端消
费依然疲软。“ 如果货币
供应 增 速 继 续 加 快 至
20％

以上，明年上半年物
价存在一定的加速上行
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局局长张建华日前警
告。 而

６

月我国货币增
速已接近

25％

， 远远超
过美国 、日本 、欧元区等
主要经济体。

过多的货币已引起
一些机构的预警。瑞士信
贷发布最新报告则调高
了对中国

2010

年的通胀
预期。中国人民大学的一
份研究报告判断，我国货
币供给大约会在明年一
二季度之后传递到通货
膨胀当中。

通胀预期推动了股
市、楼市 、黄金等资产价
格不断上涨。 全国

70

个
大中城市房价上月首次
出现同比、环比同步上涨。

市场“不差钱”：通胀远虑大于近忧

经济企稳喜中有忧

尽管
7.37

万亿元天
量信贷数据已经提前公
布，

15

日央行公布的我
国上半年金融数据仍让
市场震撼 ： 外汇储备增
长加快并首次突破两万
亿美元 ； 货币供应量增

速再次冲刺到了
28％

的
历史高位 。 在外资加快
流入 、 货币信贷迅速增
长的共同推动下 ， 我国
经济将如何演绎 ？ 货币
政策是否会面临调整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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